
第 二 章
认识的本质及发展规律

第一节认识与实践

第二节真理与价值

第三节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基本观点 , 了解认识的本质及其
发展规律；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
和相对性，真理与价值的关系，坚

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提高
在实践中自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的能力。



教学要点

•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
• 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首
要的基本的观点

• 人类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 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
• 真理与价值的关系
• 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第一节

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二、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三、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



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㈠实践和认识的主体与客体

㈡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



㈠实践和认识的主体与客体

主体是指具有思维能力、从事
社会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

实践和
认识的
结构：

客体是指实践和认识活动所指
向的对象…… …… …… …… …… …

中介是指各种形式的工具、手
段以及运用、操作这些工具的
程序和方法…… ……………



主体与客体的三层关系

主
体

客
体

改造与被改造
的实践关系

反映与被反映
的认识关系

需要与被满足
的价值关系



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主要环节

一是确立实践的目
的和实践的方案…

二是主体按照目的和方
案实际的作用于客体，
通过一定的实践手段把
方案变成实际行动。

三是通过反馈和调
节，使实践目的，
手段和结果按一定
的方向运行。



㈡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

★ 第一，实践产生了认识的需要。

★第二，实践为认识提供了可能。

★ 第三，实践使认识得以产生和发展。

★第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
一标准



二、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唯物主义
认识论

唯心主义
认识论

旧唯物主义
的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
义的认识论

1

2

深刻把握认识的本质,要划清两条基本界限



三、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

实践 认识 实践

(一)从实践到认识

(二)从认识到实践

(三)认识运动的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

第一次飞跃 第二次飞跃



(一)从实践到认识

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

实践 认识

辩证关系

飞跃条件

在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中，既要注重理性

因素的作用，同时也不可忽视非理性因素的重
要作用。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

首先，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必
须以感性认识为基础。坚持理性认识对感性认
识的依赖关系，就是坚持认识论的唯物论。

其次，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和深化为理性认识。
只有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把握事
物的本质。

最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相互包
含，二者的区分是相对的。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条件

第一，勇于实践，深入调查获取十分
丰富和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

第二，必须经过理性思考的作用，将丰
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制作加工。

F= G  M1  M2 / R2



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

通过感官得到 通过思维抽象得到

直接性、生动性、具体性 间接性、概括性、抽象性

表面的、外部的 内部的、本质的

感觉、知觉、表象 概念、判断、推理

低级阶段 高级阶段

由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这

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



(二)从认识到实践

实践
第二次飞跃

认识 理论指导实践实现认识目的

二次飞
跃的必
要性

一是理论只有回实践中去,为群众所
掌握,才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二是理性认识只有回实践中去,才
能得到得到检验和发展……



(二)从认识到实践

实现二次
飞跃是有
条件的:..

第一,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一般理论
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理论要回到实践中去,需要经过
一定的中介环节……

第三,理论要回到实践中去,还必须为
群众所掌握……

第四,要有正确的实践方法即工作方
法,方法是理论的具体化……



(三)认识运动的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作为认识发展的
总过程，表现了认识过程的反复性和无限性

反复性
和无限

性的原
因：…

第一，对事物的认识，由于受主客观
条件的限制，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

第二，某一具体认识过程，经过多次
反复达到了预想的结果，就算完成了。
然而，对于人类的整个认识过程来说，
认识永远不会完结，是无限发展的过
程……



(三)认识运动的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

主观和客观、
认识和实践的
统一是具体的、
历史的统
一………..

所谓具体的，即主观认
识要同一定时间、地点、
条件下的客观实践相符

合。……….

所谓历史的，即主观认识
要同特的历史发展阶段的

客观实践相适
应。………. ………. ……



第二节真理与价值

一、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

二、真理的检验标准

三、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



一、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

(一)真理的客观性
(二)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三)真理与谬误



(一)真理的客观性

真理的一般概念: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
律的正确认识。

首先，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

其次，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客观的。

最后，真理具有主观性形式。

真理从形式看 从对象看

人的认识
思想理论

客观事物
及其规律

相一致



(二)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凡是真理都是客观真理
（这是真理的唯物论）

真理即有
绝对性

真理又有
相对性

从真理的辩证法看

二者的辩
证关系



如何理解真理的绝对性?

真理的绝对性是
指人们对客观事
物及其规律的正
确认识具有无条
件性、无限性。

………

从真理的客观性看：

从真理的可知性看：

生命的秘密



从真理的客观性看：

任何真理都必然包含着同客观对象相符合的
客观内容，都同谬误有原则的界限，这一点
是无条件的，因而是绝对的。在这个意义上，
承认了客观真理也就承认了绝对真理。

毕达哥拉斯

AC

B

c
a

b

a2+b2=c2 毕达哥拉斯定律

例



从真理的可知性看：

人类的认识按其本性来说，能够正确认识
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认识每前进一步，都
是对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接近，这一点也
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世
界的可知性，也就承认了绝对真理。



如何理解真理的相对性?

伽利略的胜利

真理的相对性是
指在一定条件下

人们对客观事物
及其规律的正确
认识总是有局限
的、不完全的。

从真理性认识的广度看：

从真理性认识的深度看：



从真理性认识的广度看：

伽利略的胜利

真理所反映的对象是有条件的、有限
的。任何真理由于受到人类实践水平和
范围以及认识能力的限制，它只能是对
无限的物质世界某一阶段、某一方面、
某一层次的认识，因而是有限的。



从真理性认识的深度看：

真理反映的客观对象的正确程度也是有条件
的、有限的。由于条件的限制，任何真理对认
识对象的反映是相对正确的，即在认识的深度
上、精确度上都是有限的、或者是近似的。



真理绝对性和真理相对性的辩证关系

第一，二者是
相互渗透和相
互包含：

第二，二者
又是辩证转
化的：

一方面，相对之中有绝对，
绝对寓于相对之中……

另一方面,绝对之中有相对,
真理的绝对性通过相对性表
现出来……

真理永远处在由相对向绝对
的转化和发展中，这是真理
发展的规律。



真理绝对性和真理相对性的辩证关系

绝对性和相对性是同一客观真理的两个
方面，从“静态”上看，任何客观真理既是绝
对的、又是相对；从“动态”上看，任何真理
都是由相对性真理向绝对性真理转化的一个
环节，又都表现为一个过程。

我们必须反对割裂二者辩证关系的绝对
主义和相对主义。

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是
同人的认识能力、思维能力的至上性和非至
上性辩证统一。

★

★

★



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统一

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

决
定

表
现

指人的认识思维能力的无

限性和绝对性，即人类思

维按其本性、可能、使命

和终极目的来说，是能够

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着的客

观世界的。

指在现实中生活和活动

的每一个人，以至每一

代人，由于受到主观和

客观条件的限制，其认

识思维能力是有限的和

相对的。



（三）真理与谬误

谬误是与客观事物
及其规律相违背的

错误认识，是对客
观事物本来面目的
歪曲反映。

真理

谬误

符合

不符合

主观 客观



(三)真理与谬误

真理与
谬误既
对立又
统一：

首先,就一定范围,一定客观对象来说,真
理与谬误有本质区别，不能混淆。

其次,真理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没
有谬误也就无所谓真理。

再次,真理的发展也是通过与谬误
的斗争来实现的。

最后,真理和谬误在一定条件下相
互转化。



二、真理的检验标准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
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
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全
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的问题，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
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
础。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在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之所以能够作为真理的检验标准,这
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

首先,真理的本性在于
主观与客观相符合。.

其次,实践具有直接现
实性的特点。… …

主观
认识

客观
实际

通过实践对照

真理 相符
合

谬误不相符
合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是否相符合，只有那种能够把

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联系和沟通起来，从而使人们能
够把二者加以比较和对照的东西，才能充当检验真理
的标准，而具有这种特性的东西只有社会实践。

逻辑证明在人们探索和论证真理的过程中具有极其

重要的作用。但是，逻辑证明是不能充当检验真理的
标准。

被实践证实了的正确理论，对于人们的新的认识活

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并不能把它作为检验真理
的标准。

★

★

★



(二)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Ø 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即绝对性,是指实践作
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的唯一性。即离开
了实践,再也没有另外的标准。

门捷列夫
(1834-1907) 

门捷列夫预言了类硼、类铝、类硅、类
锆4个新元素的存在，预言经过实践得到
证实。



UF
O

外星人

(二)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Ø 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即相对性,是指实践作
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的条件性。即任何实
践都受到一定具体条件的制约,因而都具有一定
的局限。

茫茫宇宙



三、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

(一)价值及其特性

(二)价值评价及其特性

(三)价值评价的功能与

树立正确价值观的意义

(四)价值和真理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



(一)价值及其特性

价值关系

主体 客体
需要

哲学上的“价值”是揭示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
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是客体以自身属
性满足主体需要的效应关系。

满足

当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时，客体对于主体就
有价值，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越高价值就越大。

实践活动总是受着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制约的



(一)价值及其特性

价值具有四个方面的特性：

第一,具有
客观性

第二,具有
主体性

第三,具有社
会历史性

第四,具有
多维性

首先,人的需要具有客观性。

其次,用来满足人的需要的对象也具有客观性。

最后,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和结果也具有客观性。



(二)价值评价及其特性
价值评价是一种关于价值现象的认识活动,其
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评价是以主体和客体的价值关系为
认识对象的。

第二,一般说来,评价结果与评价主体有
直接联系,是依主体的特点而转移的。

第三,评价结果的正确与否依赖于相关知
识性认识。



(二)价值评价及其特性

价值评价的特点表明，评价并不是种主
观随意性的认识活动，而是有客观性的认
识活动。

★

在现实中由于价值评价的主体是具体的,
可以是个人、群体或人类，而这些不同的
主体在需要或要求方面往往存在着差异或
矛盾，这就决定了不同的主体对同一事物
的评价常常会产生差异或矛盾。

★



(三)价值评价的功能与
树立正确价值观的意义

价值评价在实践中起着激励、制约和导向作用。

首先,价值评价作为对主体的客观需要和要求的认
同,是推动实践实现价值追求的精神力量。

其次,价值评价作为实践的主体尺度,它要求实践
活动要努力消除盲目性和随意性,即服从于满足人
们客观需要这一根本目的。

最后,价值评价作为实践活动目标对实践的发展起
导向作用。



(三)价值评价的功能与
树立正确价值观的意义

价值观是人们对人对事的评价标准、评价
原则和评价方法的观念体系。它与世界观和人
生观是一致的。价值观对人的行为起着规范和
导向作用。价值观不同的人们，行为的取向也
会不同……

★

正确的价值观是先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在
实践中形成的，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对历
史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促进作用……

★



(四)价值和真理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

所谓真理的尺度，就是在实践活动中追
求“真实”。

所谓价值的尺度，就是在实践活动中包含
主体的目标,追求“满足主体的需求”。

真理的尺度和价值的尺度是制约人们实
践活动的两个根本尺度。



(四)价值和真理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
真理和价值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成功的实践必然是以真理和价值
的辩证统一为前提的。

其次,价值的形成和实现以坚坚持真理为
前提,而真理又必然是具有价值的。

最后,真理和价值在实践和认识活动中是
相互制约、相互引导、相互促进的。



(四)价值和真理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

真理和价值相互制约表现在:

一方面,价值的实
现有赖于对相关
真理的把握,真理
的发展水平制约
着价值实现的程
度;

另一方面,真理在
实践中被验证的
过程,则有赖于价
值在实践中被实
现的状况。



(四)价值和真理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

真理和价值相互引导表现在:

一方面,实现价值是
人们追求真理的目
的,满足人们需要的
价值追求引导着人
们去探索相关真理,
所以认识活动的指
向是受价值追求的
指向规定的;

另一方面,真理的不
断发展也引导着人
们进一步提出新的
价值追求,人们在哪
个领域中获得的真
理越多,人们就会在
哪个领域提出更多
的价值目标……



(四)价值和真理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

真理和价值相互促进表现在:

一方面,真理的发展
促进价值的实现,也
就说,真理的发展可
以促使人们更深刻.
更全面地理解生活
条件,使人们的价值
追求更加合理;

另一方面,价值的实
现又推动真理的发
展。人们对价值的
追求越自觉、越合
理，也就表明人们
对真理的把握越全
面、越深刻。



(四)价值和真理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

坚持真理尺度和
价值尺度的辩证
统一,就要求我们
在实践中必须把
科学精神和人文
精神高度的统一

起来。..

所谓科学精神要求
我们必须坚持以实事
求是精神去认识世界
和改造世界。

所谓人文精神要求把
人民的利益和人的发展
看做是一切认识和实践
活动的出发点，贯彻
“以人为本”的原则。



第三节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二、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

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把客观存在的事
物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这是马
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现。

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发展变化着的客
观实际出发,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按
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从根本上
说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

从实际出发,关键是要注重事实, 说到底,
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



一、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
求是

深刻体现了彻底的唯物论和彻
底的辩证法的统一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和辩证方法的统一

体现了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
性的高度统一

在当代中国，就是一切要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



二、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

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
论创新,做到坚持真理和发展真理的统一。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
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理论创新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
实践经验.新的思想形成新的认识的过程。

重视理论创新,是我们党的一个根本特点,也
是党的一条重要政治经验。



二、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真理

重视理论创新,必须坚决反对对待马克
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又是绝对真理
和相对真理的统一。对待马克思主义,必
须做到坚持与创新的统一。

在当代中国,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全面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不
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活动的两个基本方面。★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
是辩证统一的。

★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既是认识和改造客
观世界的过程,又是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
★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
观世界的过程,也就是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
★


